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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音乐产业里，KTV

的竞争力也不再强大。追求个性、
自由的年轻人对嘻哈、电子、摇滚
等小众独立音乐更感兴趣，这也
催生了Livehouse和音乐节的发
展。比起唱，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
欣赏演出和融入现场。报告显示，
2 0 1 9 年 演 出 市 场 总 体 规 模 达
200 . 41亿元，音乐类演出票房总收
入73 . 79亿元，同比增长8 . 2%。其
中，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
42 . 59亿元，Livehouse票房收入
3 . 75亿元，对于曾经的小众文化来
说，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从2003年第一家卡拉OK品牌
“好乐迪”入驻济南开始，杜善朋
见识过行业的巅峰时期，也见证
了好乐迪、钱柜、东方之韵等连锁
大品牌KTV的倒闭。他在2012年
创立的悦KTV倒是成了济南为数
不多坚持至今的本土KTV品牌之

一，彼时，是他踏入这一行的第十
年，“当时拉着弟弟妹妹一起创
业，可以说押上了全部家当。”结
合潮流，他将包厢内的沙发抬高，
酒吧式风格在当时别具一格。
2013年，朋友圈尚未兴起，杜善朋
就开始尝试朋友圈营销，每逢节
日必策划活动，还创建了第一个
KTV企业的公众号。创意和运营
让悦KTV脱颖而出，那个公众号
里还留着开业初期的盛况照片。
每逢周末，大厅里排队的顾客都
满满当当。

没想到几年的光景，KTV变
成了被唱衰的生意。杜善朋认为，
行业饱和、同质化严重是KTV走
向没落的重要原因，“能坚持到现
在主要靠当年的品牌红利，现在
的盈利远不及以前的一半。”行业
走下坡路，杜善朋其实早有预感。
2010年前后，团购平台的兴起让

商家掀起了价格战的内卷，高大
上的KTV也要顺应趋势，不得不
步入“薄利多销”的境地，直接导
致利润大幅下滑，这也是许多
KTV企业消失的原因。

没有吸引力，客流量下降，
顾客消费力降低，KTV从昔日的

“顶流”变成垂垂老矣的过气明
星。在落寞中寻求转型，是杜善
朋常年思考的问题。业绩下滑最
严重的时候，他跟风过直播、短
视频以及其他网络平台的推广，
想把丢失的注意力找回来，也开
过年轻人喜爱的“后浪”文化市
集，但都效果甚微；他把烧烤、餐
饮引进KTV里，让团建的客户用
一场消费解决两场的需要，这法
子一直坚持到现在，“确实受到
一些顾客的欢迎，但我觉得只能
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行业的根
本问题。”

直到去年8月，新店迎着新兴
娱乐市场的冲击开业了，营收意
外可喜，“总共十几个包厢，比老
店40个包厢的营业额还高。”杜善
朋认为，KTV本质是一个社交场
所，唱歌只是载体，“光坐在那里
唱歌不叫娱乐，新店的玩法聚焦
在社交化和娱乐生活服务上，为
派对、年会、商务宴请之类的社
交活动提供服务，比起传统来说
更时尚高端吧。”他还引进了酒
文化、雪茄文化、高级管家等一
系列活动和概念，“摸索到了清
晰的转型方向和目标定位，目前
看来是可行的，我们真正抓住了
一部分人。”回想起这些年面对
行业下滑的无力感，杜善朋对这
次转型蛮有信心的，他也不认为
以K歌为主的传统KTV会消亡，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细
分，更加垂直和细化。”

落寞中的转型

渐成主力的“夕阳红”

孙阿姨是个60后，也是朋友圈
里的唱歌高手。2017年4月，她开始
在“全民K歌”APP上唱歌，积累了
900多位粉丝。每次孙阿姨在该平台
上分享自己唱的歌曲，都会收到上
百条评论和几十朵鲜花捧场。

但孙阿姨第一次真正“K歌”是
在2019年，她所在的广场舞舞队中有
个“潮人”，邀请他们去朋友经营的
KTV唱歌，孙阿姨拎着大大的保温
杯就去了。舞队里都是50后、60后，看

着五彩斑斓的灯球和装修豪华的包
厢，大家有点局促。第一次去KTV的
孙阿姨都不知道如何点歌、切歌，经
过服务人员指点才慢慢熟悉，“一开
始还有点害羞，后来大家都放开了，
气氛好，音响也好，还能对唱、合唱。
我们唱了两三个小时，特别过瘾。”
KTV的曲库十分符合孙阿姨的口
味，她把K歌平台上唱过的《甜蜜蜜》

《牡丹之歌》《小白杨》《黄土高坡》《我
是一条小河》《军港之夜》等歌曲纷纷

搬到现实中跟朋友们分享。
位于济南市历山路的悦KTV

是济南的老品牌了，工作人员告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中老年人
越来越成为KTV常客，“中老年顾
客一般都选择工作日的白天来，天
热的时候也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小
团体，一唱就是半天。”

相关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
2019年，选择在KTV下午消费的50
岁以上中老年人数比青年群体要高

出近20%。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通过大众点评、美团等平台了解到，
济南的KTV在工作日白天的中型
包厢价位一般在每小时10元至22元
不等，预订时间3小时起步，7小时封
顶，每个中型包厢可以容纳6至7人，

“AA制”平摊到每个人身上，花费不
到10元钱就能唱一下午。既能娱乐，
还能消暑，价格还实惠，在年轻人看
来已经过时的KTV，成了中老年人
的好去处。

00后抛弃KTV？
6月24日，18岁的济南男孩晓智

参加完毕业典礼，正式与自己的高
中时光告别。三年的学习生活紧张
而艰苦，高考也结束了，他终于松了
一口气，毕业典礼那天恰逢同班同
学生日，小伙子们决定聚会庆祝一
番。饭桌上一阵风卷残云，光速解决
午餐，时间还早，他们决定去附近的

“好声音KTV”再玩一会儿。
同一个夏天的傍晚，59岁的孙

阿姨跟着小区的广场舞舞队，来到
位于济南长途汽车站附近的星光大
道KTV，轻车熟路地点了一首《军
港之夜》。她和另一位阿姨拿起麦克
风，清清嗓子，开启属于她们的欢唱
时刻。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仅2016年，传
统KTV数量断崖式减少近60%；2020
年，受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KTV
行业整体客流量下降了70%-80%。

根据企查查数据，截至7月，我国现
存的KTV企业数量为5 . 8万家，与七
年前巅峰时的12万家相比减少了一
半。取而代之的，是密室逃脱、剧本
杀、蹦床馆、轰趴馆等新兴娱乐活
动。

唱衰KTV行业的声音不是一
两天了，济南悦歌娱乐有限公司董
事长杜善朋也挺惆怅。他表示，
KTV作为重资产行业转型困难，三
至五年就需要重新投资一次，但年
轻人一茬接一茬地换，产品还是老
样子，根本无法留住客人，“最开始
有音乐餐厅、酒吧，现在有剧本杀、
轰趴馆、Livehouse，大家的选择多
了，必然会分流掉一部分。”

毕业季是KTV的旺季，对于互
联网上热传“00后抛弃KTV”的说
法，杜善朋不置可否：“吸引力确实
不足了，但年轻人也没消失。”晓智
和他的同学们对此也没有太大感

觉，“谈不上放弃，就是平时不会想
着去。”晓智最常玩的是剧本杀，但
像毕业聚会、庆祝生日所需的热闹
欢乐气氛是其他娱乐场所代替不了
的。动辄人均上百元的轰趴馆位置
较偏远，随处可见的KTV对于消费
力低的学生来说，依然是最合适的
聚会方式之一。00后去KTV也不是
为了唱歌：“现在没几首传唱度高的
新歌，主要是想聚在一块玩。”晓智
分享了他的音乐软件上的歌单，除
了周杰伦的歌，就是《潮汐》《起风
了》《往后余生》《纸短情长》等抖音
热歌，这两年红火的嘻哈、摇滚也在
其中。显然，传统KTV存量庞大的
经典曲库对他们来说久远而陌生。

24岁的小莉最近一次去KTV
是上周，也是因为同学生日。小莉唱
歌不错，她回忆起第一次唱K是初
中时期，那时她对KTV充满好奇，
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潮的事儿。但现

在，KTV在她可选择的娱乐活动里
排不到前五。“唱来唱去都是那几首
老歌，现在常听的一些独立音乐都
没有。还是剧本杀比较好玩，在里面
大杀四方、肆意人生很痛快。”只有
特别想唱歌的时候，小莉才会想起
KTV，人少的时候她还会和一二好
友去商场里的迷你KTV“唱吧”里
自助嗨歌。

小莉的朋友阿布直言KTV是
“时代的眼泪”，想起初高中时期和
好友们一起在KTV唱歌跑调、毫无
形象地“群魔乱舞”，是难忘的青春
回忆。她最近的一次去KTV是春节
期间的家庭聚会。以前，阿布还曾收
藏过《如何在KTV出人头地》的10
万+文章，但现在KTV对阿布来说
更多是一种社交场合，“只有跟不熟
的人才会去KTV玩。”有人唱歌，有
人摇沙锤，有人坐着玩手机也不违
和，在热闹的环境里不会感到尴尬。

客流量急剧下降，转型困难

KTV不再OK

最近，“中国现存
KTV企业不及七年前一
半”的消息冲上热搜。20
年间，KTV这项曾经时
髦的娱乐活动，从野蛮
生长到被唱衰，其间陪
伴了相当多人的青春，
也见证了“夕阳红”愈发
精彩的娱乐生活。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就
此走访了济南本土KTV
企业，采访了各年龄段
消费人群发现，KTV虽
然风光不再，但谈“消
亡”似乎为时尚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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